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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授权点名称： 旅游管理

学位授权点代码： 1254

学位授予层次： 博士 □ 硕士 ☑

学位授予类型： 学术学位 □ 专业学位 ☑



一、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

本项目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，响应长三角一体化、

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和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号召，培养

具有坚定政治立场，兼具全球视野与本土智慧、系统知识

与双创动能、人文修养与道德情操、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

的文旅业界领军人才与高级管理者。

本项目为教育部第一批 MTA 学位授权点，国内最具品

牌影响力和市场规模的 MTA 项目，已录取 12 届共计 580

位学生。依托于中国史（A+）、工商管理（A）、应用经济

学和公共管理（A-）等优势学科，整合复旦大学旅游学系、

历史学系、管理学院、经济学院、国务学院，以及伦敦大

学、萨里大学、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、中佛罗里达大学、

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理工大学、台湾师范大学等海内外优

质教育资源，汇聚一支由专职教师、学界专家和业界领袖

形成的多元化导师队伍，为学生提供国际化、高水平、全

方位的文旅专业知识与前沿实践学习环境。

本项目已培养 359 位优秀毕业生，系友资源遍布文旅

板块的上市公司、跨国集团、头部企业、主管部门等，业

已形成资源丰富、链条完备、功能强大的“政产学研用”

融合发展生态圈。

建设“双师型”师资队伍，聘请校内导师 20 人，行业

导师 48 人，所有课程均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。



2021 年度在校学生人数 232 人；2021 年授予学位 70

人。

本年度总体就业率为 100%。毕业生中绝大部分为签约

就业，尤其对于文旅行业人才补充做出了很大贡献，毕业

生遍布文旅板块的上市公司、跨国集团、头部企业、主管

部门等。与此同时，还为中高等教育院校、机构输送了教

师力量。部分学生在校学习过程中积极参加行业、学校等

组织的双创活动，毕业之后也开始自主创业，为文旅行业

发展增加了新的活力。

二、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

近三年招生人数稳定于 70 人左右，每年报名人数超过

300 人，以 30 岁左右高级经理人为主，年薪平均 25.5 万，

90%生源来自于文旅行业。

基于《MTA 指导性培养方案》，本专业已构建起核心课

程与特色选修课并举、课堂教学与实践应用并重、国内网

络与海外资源共享的旅游管理专业硕士课程体系。突显专

业特色，专业选修课区分为目的地发展、旅游企业管理和

文旅融合三大方向。

项目区分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两个序列：前者工作日授

课，以实践基地和国际交流为办学特色；后者双休日集中

授课，以提升专业和双创能力为内核。



以政产学研合作机制和案例库建设为支撑，帮助每一

位任课教师建立行业联系，推进“以学生为中心”的案例

教学和翻转课堂，通过教学相长的良性互动来激励教师持

续主动地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。开辟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，

采取精英讲堂、移动课堂、企业调研、实践基地、讲座论

坛、在线直播、校地合作等方式全面对接社会资源拓宽办

学途径。

建立全链条评估质量保障体系，细化招生、培养、毕

业、奖惩等环节的管理制度，完善了教师岗位职责、课程

评估反馈制度，项目财务管理制度。

2021 年开始， 采取论文全盲评阅制度，每篇论文进行

两轮盲审，分别由院系和学校送审，评审专家由校内外专

家组成。2021 年 1 月批次，提交毕业申请 65 人，8 人盲审

未通过，4 人相似度检测未通过，最后授予学位 53 人。

2021 年 6 月，提交毕业申请 25 人，5 人盲审未通过，2 人

相似度检测未通过，，最后授予学位 17 人。

项目将进一步规范 MTA 学员学位论文的撰写、指导、

审查、答辩等环节的管理，明确学位考评工作要求，全面

引导和规范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指导。在论文的评审过程中，

旅游学系学位委员会将会随机抽查不少于已通过答辩论文

总数 20%的论文，对论文的学术规范和水平进行核查。在此

基础上，积极推荐论文参评全国优秀 MTA 学位论文。



三、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

MTA 项目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积极推进“三全育

人”综合改革，建立“三全育人”任务清单和工作台账，

对接学校“三全育人”三大工程，落实十项具体工作任务。

新生入学季组织科学道德专题讲座，鼓励教师将学术规范

和职业伦理教育全面融入专业课程中，从学术规范和行业

沟通方面强化教育，培养学生养成伦理意识。

夯实党建工作基础，突出党建育人特色，党建引领作

用彰显。党员教师占专任教师 90%，旅游教工党支部入选复

旦大学党建工作标杆党支部创建称号。在所有课程中实施

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，2 门课程入选复旦大学思政示范课

程。学生党支部组织学习讨论习总书记“给复旦青年师生

党员的回信”精神，坚守“心有所信，方能行远”。

项目综合利用“校内+校外”、“境内+境外”、“学

术+行业”师资资源，从中选聘高水平的担任授课与论文指

导教师，定期组织师资培训，并积极参与全国教指委及其

他相关部门举办的培训活动。

“互联互通、旅游先通”，本项目积极响应“一带一

路”倡议，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人文交流等方面着力

打好“组合拳”，构建多层次立体综合工作体系，在决策

咨询、国际教育、科研合作等方面，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



贡献力量。发挥平台优势，培养国际化人才。项目建设短

期海外交流项目 25 项，与香港中文大学、美国俄克拉荷

马州立大学合作共建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。

项目中心负责研究生日常管理工作，并设置学生理事

会组织，负责学生自我管理、活动组织和对接校外行业资

源，邀请行业系友分享职场经验，塑造正确的职业愿景和

伦理观，开拓就业渠道，丰富职业咨询。


